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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耍 用异速方程 ：a 研究了蜡头八眉猪膈体物理组成的异速生长特性，丑其性 

别和营养承平的影响 结果表明，八眉猪嗣体物理组成的早熟顺 序为骨 骼>皮肤>肌肉> 脂 

肪 。皮肤组织 的增长比值与膈体 的增长比值相 比较，后期较高，脂肪组织的增长比值后期 上 

升较快，而肌 肉组织的增长比值较小且后期下降较快，这是八眉猪胴体瘦 肉率低而皮较 厚的 

生长发育机制。同时发现，去势母猪脂肪组织的6值明显地 (尸<0．05)大于去势 公 猪J将 

日粮 的消化能 和 粗 蛋 白 质 分 男I由13．02(MJ／kg)和l4．25 阵至n．89(MJ／kg)和 

l2．15％，不会导致八眉猪胴体物理组成之异建生长模式的改变 。 

美■诃 八眉猪，胴体组成，异速生长 ，营养 与性男I 

中田分奏母 5828．8 

楮胴体中肌肉、脂肪、骨髂和皮肤等组织的比例 与分布决定其品质的优劣。而这些 

组织的比例与分布是与猪体组织一定 的生长模式相联系的。因此，有关猪胴体物理组成 

的生长特性的研究，一直备受人们的重视。自Mcmeekan (1 940)报道了猪胴体 物 理 组 

成的相对生长 以来，国外已有大量的研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仅齐 守 荣 

和王性善等分别报道了对东北民猪生长特性的初步研究 ，”，有关性别和营养对猪 生 

长特性的影响则未见报道。本研究拟对初生N80 kg体重期间八眉猪胴体物理组成之异速 

生长特性及性别和营养的影响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以揭示该品种在这方面的 种 质 特 

性。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猪夏其饲料 

根据猪生长肥育阶段的划分并结合八眉猪成熟体重较小的特点，本研究共设初生， 

15，35，55，和80 kg体重 5个屠宰阶段}自15 kg起，设 2个营养水平，共 计 8个试验 

组。试验猪选自青海省互助县种猪场1 985年春产的仔猪。其中，初生组根据血统和初生 

重选择，其余各组均于断奶时根据血统及发育状况选择。所选猪按性别 ，体重、血统等 

对称 分组，每 组 6头 共48头。所有试验猪均以组定圈按通用方案进行生长肥育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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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以青海省畜牧研究所筛选出的标准 日粮和将其用lO ～20 的豌豆糠稀释的低营养 

日粮，设两个营养水平。各阶段 2种日粮的营养水平见表 1。当组均体重达设计屠宰体 

重时，即行屠宰，以剥离法测定胴体之物理组成。 

裹1 试验猪不周屠宰阶段的日粮豆蕾养水平 

注·S一标 准营 养，L· 低营养 。 

1。2 嗣体韵理组成的异速生长分析 

模型选用异速方程 =0x ，其中， 表示某一组织的重量， 表示胴体 重，b 

为某一组织相对于胴体的异速生长系数，。为预测常数。按下式计算各组织 在 各阶段的 

增长比值； 

阶段增长比值 =(某组织下阶段重 一该组织上阶段重)／(下阶段胴体重 一上阶段胴体重) 

此外，还分别研究了不同性别和不 同营养水平下胴体物理组成的异速生长特性，并 

用 t检验测定了性别和营养对各种胴体物理组成之异速生长模式 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胴体物理组成 的异速生长 

由表 2可见：随着体重的增大，胴体中肌肉、皮肤和骨髂组织的比例明显下降，而脂 

肪比例明显上升。将这种变化绘制成图(附图 )，可请楚地看出，胴体中各种组织 的 比 例 

在体重15~55 kg期间均较稳定。体重15 kg之前和55 kg之后，则为八眉猪胴体各种物理组 

成的尉烈变化时期，尤其以肌肉比侧的下降和脂肪比例 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 

裹2 体重和首莽对八眉猪嗣体物理组成的影响 

注· (1)每 组数据 中，上 方 为平均 数，下方 为标 准差 ， 

(2) · P<o．O5， ·· P<O．01I N5，差异 显 著 (P>O．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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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幂体街理组成的异遍生长幕敛厦|I长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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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八眉猪脶体物理组成的生长曲线 

1·瓢内’2．庸腑' 3．蛊肤， ．骨惦 
— — 示 标 准营葬 ，一 示．咭昔 菲 

初生～8O kg体重期间八眉猪肌肉，脂 

肪，骨骼和皮肤等的异速生长系数如表 3 

， 所示。骨骼的6值最低、脂肪的6值最高。 

各组织的早熟顺序为 ：骨骼>皮肤>肌 肉 

2 >脂肪。据王性善等报道，民猪的早熟顺序 l 

是骨骼>肌肉>皮肤>脂肪，长 白猪和三 

3 江白猪的早 熟 顺 序 是 骨 骼>皮 肤>肌 

’ 肉>肪肪 ⋯ 。因 此，八 眉猪胴体物理组 。 

成的早熟顺序与长自猪和三江猪相同，而 

与民猪相异。 

进一步分析了八眉猪胴体物理组成在 

各阶段的增长比值 (见表 4)。由表 4可 

见。八眉猪皮肤增长比值是先稳定后下降 

寰5 几矗薯嗣体街曩组成的异蘧生*幂簸 

注 ．Sf 为离 回归标 准差I h为6值 的标 准差。 

寰4 八矗蓿厨件耪埋组成的增长比位 

再明显上升，且以后期的增长比值最高。这一结果与已有的报道正好相反，一般认为皮 

肤的增长比值是下降的 。脂肪组织增长比 值在35 kg体重之后明显上升。肌肉的增长 

比值于55kg体重之后明显下降，且 各阶段的增长比值均小于所报道的民猪、三江白猪和 

长白猪。因此，作者认为，后期皮肤生长势较强和肌肉生长势较弱，是八眉猪在生长发 

育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2．s 性别对嗣体物理组成之异速生长的影响 

表 s是去势公母猪胴体物理组成之异速生长系数及其性别影响的分析结果。其中， 

皮肤、肌肉和骨骼三组织的6，o值均未表现出性别间的明显差异。肪肪组织的6值在 去 

势母猪较大 (P<O．05)，4值则无明显差异。因此在实践中，可以分别用同一个异速 方 

程来描述皮肤，肌肉和骨骼的异速生长，而脂肪组织则需分性别分 4以各自的异速方程 

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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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5 懂别对嗣体物曩坦威鼻砖生长的辱响 

2．4 营养对膈体物理组虚之异速生长的影响 

营养水平对胴体物理组成的异速生长的影响如表 6。在本研究所采用的两个营养水 

平之间，八眉猪胴体各物理组成的异速生长系数及d值，均无明显差异。这表 明，饲 用 

较低营养水平的日粮，不会导致八眉猪胴体物理组成之异遵生长模式的改变。 

寰B 曹井对嗣体物曩坦成之异砖生长的影响 

3 讨 论 

以胴体重为自变量来考查胴体物理组成的早熟性，八眉猪各组分的早熟顺 序 为 骨 

骼>皮肤>肌肉>脂肪，与三江白猪和长白猪 及约克夏 等品种 相一致 ，与 东北 

民猪有异。从各阶段的增长 比值来看，八眉猪胴体物理组成具有明显的种质特性，即皮 

肤增长比值在后期反而明显上升 、脂肪增长比值后期提高较快而肌肉增长比值较低且后 

期下降较快。所有这些，就导致了八眉猪胴体瘦肉率低而皮特厚的特性。因此，降低皮 

厚和减缓肌 肉组织生长 势 的下 降速度，应 当是今后八眉猪选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Fortin比较了克夏公母猪问胴体物理组成的异逮生长系数，发现性别的 影 响 不 显 

著 。我国猪多采用去势后肥育的方式，一般认为性别的影响较小，对其未见研 究 报 

道。从本研究结果看来，八眉猪去势母绪脂肪组织的异速生长系数 (6)显著 地 (P< 

0．o5)大于去势公猪。这似可表明，象八眉猪这样的地方品种，性别间在生长方面的差 

异较大，这是八眉猪、拟或是我国地方猪种的重要种质特性之一。当然，在此方面 尚待 

进一步的探索 

本研究发现，降低 日粮的营养水平，即增加粗饲料的喂量，并不会导致八眉猪胴体 

物理组成之异速生长系数 (幻 的改变。进一步证实了该品种所具有的良好的耐粗饲 特 

性。在这方面，从增重和饲料报酬及经济效益诸方面进一步进行分析，将有可能为正确 

地利用这一优良特性提供全面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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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llometric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Carcass Physical Compositions of Bamei pigs 

Yang Gongshe L U Xingzhong Liu Xi aocb un 

(Depart，，IB 。f Animal Sci蜘 c ，Ⅳ 。rÎ sf rn Agrfc fIJrdf Unlver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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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lometri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carcass physical com— 

position of 48 Bamei pigs，and the effects of sex and nutrient level upon them 

were studied using the allometrie function Y=aX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ture orders of carcass physical composltion of BameJ pigs were bone> skin> 

meat>fat．As COmpared to those of carcass． the growth rate of skin tissue was 

higher in late stage， that ol [at tissue rose rapidly， and that of meat tissue was 

lower and fell fast at the late stage af growth
．
This is the developing math— 

anism of Iow percentage of lean meat and thick skin of Bam ei pigs
．
Meanwhile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allometrie growth Coefficient(b) (P< 0
．
05)of fat 

tissue of spayed gilts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barrows
．
Aiso reducing 

the digestible energy and gross protein level of the diet from 13
．01 Mr／kg and 

l4．25 to 11．89 MT／kg，and 12．15 respectively，wilI not resuIt in Changes 

in the allometrlc growth models of carcass physical composition of Bamei pigs 

Key wo rds Bamei pigs， carcass compsition，allometric growth，nutrient 

level and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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